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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汉语世界太别让汉语世界太““囧囧””
杨晓华

本报讯 （记者许亚群）近日，由上海市文广局、金融办联合举

办的“倾听企业·文化金融融合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文化

行业的 50余家企业代表、协会负责人与 14家金融机构的代表就文化

与金融融合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会议从银行信贷、产业基金、文化保险等四方面回顾、总结了当

前上海市文化企业与金融对接的现状。会议指出，当前金融服务与

文化企业实现有效对接的难度还偏大，大量中小文化企业仍面临

融资难等问题。会议提出，未来将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完善文化产

业的财政贴息、信贷以及推动文化企业的股权投资和股份制改造

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大胆创新、改善服务，积极参与到文化产业

的融合工作中来。会上，参会银行与 7 家达成融资意向的文化企业

进行了现场签约。

上海为中小文化企业搭建融资平台

本报讯 （驻辽宁记者袁艳）4月 14日，由辽宁省文化厅、省精神

文明办联合主办的“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辽

宁省图书馆举行。启动仪式上，辽宁省图书馆等10家单位发出全面开

展文化志愿者服务基层的倡议，号召各级公共文化单位在全省范围广

泛开展“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年”活动。300余名志愿者代表参加了启

动仪式。

据悉，“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年”系列活动以“百姓大舞台”“文化

大展台”“知识大讲堂”为载体，包括“传递书香、见证成长”公共图书

馆志愿服务、“精彩生活、幸福使者”文化馆（站）志愿服务、“共享历

史、感受快乐”博物馆志愿服务、“文化惠民、为您服务”文化惠民工程

志愿服务、“传承文明、爱我中华”节日文化志愿服务等内容。此外，

还将举办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理论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以及

开展“优秀文化志愿组织”“文化志愿服务示范项目”“文化志愿之星”

等评选活动。

启动仪式上，3个优秀文化志愿服务集体和11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辽宁启动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年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近日，由河南省豫剧一团打造的

大型新编历史剧《魏敬夫人》在河南省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

面。这也是魏敬夫人艺术形象首次登上豫剧舞台。

新编历史剧《魏敬夫人》取材于在福建及东南亚影响深远的魏

敬夫人的传奇故事，讲述了唐高宗时期，中原固始县陈可根将军府

陈老夫人魏敬奉旨率子携孙到闽南一带平叛。在平叛的过程中，魏

敬夫人把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和安稳的生活放在第一位，顾国家，舍小

家，赢得了一方的民族融合，建立开创了漳州，把中原文化传播到南方

乃至东南亚地区。最后，魏敬夫人以 93岁高龄长眠于闽南，受到万民

敬仰。

该剧由著名戏曲导演谢平安执导，国家一级编剧雷桂华撰写剧

本，国家一级作曲耿玉卿担任音乐设计，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河南

省豫剧一团团长王惠领衔主演。

豫剧《魏敬夫人》演绎大智大爱

1080幅作品亮相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法国电影周”举行
本报讯 （记者于帆 杨迪）4月 16日，由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

法国驻华使馆、法国电影联盟联合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北京大学生

电影节“法国电影周”在北京师范大学拉开帷幕。在为期 4 天的活动中，

共有 8部近年来的法国影片与观众见面。

据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介绍，此次展映的影片包括《再一次

初恋》、《把心打开》、《国家事务》、《我孩子们的爸爸》、《寂寞的心灵》、

《爱》、《阿涅斯的沙滩》和《水仙花开》。

据了解，“法国电影周”活动除影片展映外，还包括“法国电影国际研

讨会”、主创见面会等系列活动。

本报讯 由黑龙江省文化改革与发展促进会、知青博物馆、上海市

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知青博物馆“与共和国同命运”全

国巡展上海首展日前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 10万名观众观看了展览。

此次展览共展出知青博物馆馆藏的 1620 幅图片和 370 件实物，并通

过真人真事的讲述，再现了当时知青的垦荒生活。展览期间，每天都举

行知青劳模典型报告会，邀请来自各地的知青代表发言。

知青博物馆位于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是国内第一座以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历史为主题的大型展馆。上海首展后，该展览将赴北京、天津、山

东等省市巡展。 （尹一凡）

知青博物馆馆藏作品全国巡展

“‘三月三’是我们的第二个春节，大家都来唱

山歌，热闹非凡。”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罗

波镇的 43 岁的韦姐说起壮族山歌眉飞色舞。为

了备战“三月三”期间的东部歌台赛，她已经在家

与丈夫苦练了两个月的山歌。

广西壮族每年都有数次定期的民歌集会，其

中以农历“三月三”歌圩最为隆重，是广西最具活

力的民族传统歌节。4 月 12 日至 15 日，2013 年中

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如

期举行。10 多万名宾客齐聚武鸣，与壮乡儿女一

起品五色糯米饭、唱武鸣壮族山歌、跳壮族骆垌

舞，在踏歌起舞间，感受骆越古老文化的魅力。

“山歌我们都会唱，唱文唱武随你来。”“三月

三”期间，武鸣县摆起了东北、西北、东部、中部、南

部 5 个山歌擂台。来自全县 13 个乡镇的男女壮族

歌手身着盛装，200多支山歌唱出了壮族人民稻作

丰收的喜悦、酣酒畅歌的智慧、对国对家的热爱、

敢为争先的精神……

在灵水风景区，中国壮乡歌王大赛敲响“战鼓”，

4支参赛队伍来自南宁周边乡镇，参赛歌手虽然都是

农民歌手，但比起歌来却不失“星”范儿。“别看我们

的唱歌方法质朴、简单，但想把对方唱倒，还真需要

有大智慧。既要知晓天文地理、民族历史等方面的

知识，又要了解生产生活中的常识。”选手潘宝山说。

据了解，“三月三”歌圩活动在广西已延续

3000 多年。节庆期间，除了对唱山歌，还有抢花

炮、抛绣球、斗牛、斗鸡等传统民俗活动。“在壮族

习俗里，当姑娘看中某个小伙子时，就会把绣球抛

给他。”在广西生活了 20 多年的方老师说，他这次

特地从南宁赶来，只为去接一接绣球，沾一沾绣球

的“喜气”。在抢花炮活动中，一位满身泥泞但终

于抢到花炮的小伙子兴奋地对记者说：“抢到了花

炮，就抢到了一年都会心想事成的好运气。”

在伊岭岩风景区，壮家姑娘捧着甜米酒、唱着

山歌恭迎八方来客。在景区赛场，斗鸡、斗鸟比赛

进行得如火如荼，吸引了 1 万多人前往观战、旅

游。来自美国的华裔游客 William 表示：“一年一

度的歌圩盛会让人流连忘返，它不仅是传习壮族

山歌最好的阵地，也是展示广西秀丽山水和壮文

化魅力的独特舞台。”

悠久古老的歌圩活动是壮乡风情的精华缩

影。2006年 5月，壮族歌圩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武鸣县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为

武鸣壮族山歌制定了 5年保护计划，并以编写中小

学山歌教材、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村、成立完善山歌

协会、加强山歌队建设等多种形式，使武鸣壮族山

歌得到了有效的传承与发展。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日

前对外发布消息：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

目展演将于 4 月 26 日至 5 月 11 日在山东

举办。这项由文化部主办的常规性艺术

展演活动迄今已举办 6 届，在话剧艺术领

域影响广泛。今年 10月，“十艺节”也将在

山东拉开帷幕，在全省上下加速备战“十

艺节”的背景下，此次话剧展演与历届相

比有哪些亮点或不同之处？

亮点一：展演纳入“十艺节”框架

在成功申办“十艺节”后，山东提出要

以“十艺节”为抓手，推动文化强省建设，

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落户山东

适逢其时。与以往单独举办展演不同，此

次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被纳入到“十艺

节”框架内，将作为专业艺术单项评比展

演系列活动之一，这不仅是对中国艺术节

现有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更有利于提升话

剧的影响力。

“此次话剧展演是对‘十艺节’举办的

一次大演练。”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十

艺节”山东省筹委会艺术创作演出部部长

陈鹏一语中的。他表示，第七届全国话剧

优秀剧目展演是“十艺节”正式开幕前山

东举办的最重要的专业艺术比赛，必将对

“十艺节”举办产生借鉴意义。

“将展演纳入‘十艺节’框架，有利于

进一步丰富中国艺术节内涵，提升其吸引

力、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特别是本届展

演距‘十艺节’开幕约半年时间，为各院团

展示创作成果、提升剧目知名度创造了难

得的契机。”陈鹏介绍，展演期间，将有来

自全国 24 家话剧艺术院团（公司）的 23 台

优秀剧目，分别在济南市、莱芜市的 7个剧

场先后演出 46 场，参演人员约 2000 人，预

计现场观众将达 6万人次。“‘十艺节’山东

省筹委会将按照‘十艺节’举办标准，在交

通保障、安全保卫、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给

予展演全力支持。”陈鹏说。

亮点二：入选剧目精彩纷呈

从 2012 年 10 月 23 日文化部办公厅下

发展演申报推荐通知，到 2013 年 1 月 23

日入选剧目名单公布，全国共有近 60 台

剧目参加初选，最终入选的 23 个剧目凭

借 突 出 的 主 题 、丰 富 的 题 材 脱 颖 而 出 。

其中，既有弘扬时代精神、反映社会深刻

变化的现实主义力作，如以建设富裕和

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题材的《雾蒙山》，

也有多部再现历史、具有反思意义的作

品，如《我们的荆柯》、《要离与庆忌》；既

有《共产党宣言》、《解放，解放》、《红旗

渠》、《谁主沉浮》、《信仰》这样张扬主旋律

的作品，也有《第 29 棵树》、《搬家》等关注

社会民生的优秀剧目。不少剧目此前参

加过多项全国性文艺汇演，市场认可度与

观众评价度都很高。

以济南市曲艺团排演的方言剧《泉城

人家》为例，自 2004 年 9 月亮相舞台后，

《泉城人家》曾多次在农村、学校、社区、军

队演出，并先后荣获第五届中国曲艺节优

秀剧目奖、第十三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银奖

等多个奖项。2005 年，该剧被特邀为第五

届中国曲艺节闭幕式演出剧目。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原创话剧《大哥》则讲述了上

海一个普通人家的 4 个除夕夜，用大哥牛

培华生命的 4组片段诠释了怅然若失的爱

情、血脉相连的亲情、家的凝聚意义和一

代人的理想价值。

在参演剧目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编剧的话剧

《我们的荆轲》。该剧是莫言获奖后的首

部新作，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我

们的荆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了荆轲

刺秦的故事和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部

艺术司戏剧处处长吕育忠告诉记者，在原

先剧作中，荆轲刺秦是出于想一举成名的

心态，但在排练过程中，莫言对文本进行

了较大调整，使文本的立意有了升华。这

是该剧首次在山东演出。

亮点三：文化惠民主题突出

“国内文艺展演近年来已发生历史性

转变，从以前的演出惠民变成了现在的创

作惠民。”陈鹏表示，在文艺作品创作中转

换思想，贴近实际、贴近百姓，比提供给百

姓“打折票”更有益，这个宗旨也体现在了

入选剧目上。

据陈鹏介绍，本次展演突出现实主义

创作导向，23台入选剧目中有 20台是现实

题材，其中反映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题材

占很大比例。如，反映当下基层干部精神

风貌的《枫树林》、《代理村官》，讲述北京

中关村两代人生存变迁的《海淀之北》，以

城市住房变迁为题材的《搬家》等。

在本次展演中，除提供最低 20 元的

优 惠 票 和 每 场 一 定 数 量 的 公 益 观 摩 票

外，主办方还在演出场馆的选定上下足

了功夫。作为国家级文艺活动，往届话

剧展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而 本 次 展 演 从 筹 备 之 初 便 立 足 文 化 惠

民，选择基层剧场作为主场馆。4 月 28 日

至 29 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排演的《红岩

魂》将在济南县级单位——章丘市文化

中心演出；“五一”前夕，由云南省话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排演的《搬家》将在莱芜钢

铁集团工人文化宫演出，陪钢厂工人过一

个丰富的劳动节；5 月 4 日至 5 日，由北京

林兆华戏剧文化有限公司排演的《海淀之

北》将在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活动中

心上演。

此外，“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还将在

“十艺节”举办期间邀请部分本次展演参

演艺术家，在济南、莱芜两地举办“话剧走

基层近群众”系列文化活动，让人民群众

共享话剧艺术繁荣发展成果。

山歌激扬壮乡情
本报驻广西记者 冯钰珊 文／图

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三大亮点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在语言史上，每个字都和人一样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字又比人优

胜一等——字的寿命可以远远超越百年。比如“囧”字，大约因为象形

文字的根源，在先秦典籍中曾受重用，用来指祭祀，指地名，指窗户，因

为指窗户后来又抽象出“光明”的意思，韩愈有诗“虫鸣室幽幽，月吐窗

囧囧”。即使这样一个吉利的字，后来也日渐式微。不料想，到了 21世

纪的网络时代，“囧”字突然被数亿网民公选为“一代最牛汉字”，百度

一下，竟然有 10亿相关页面，让人好不惊悚。不过，如今的“囧”更接近

象形文字的特点，被理解为愁眉苦脸的郁闷、悲伤、无奈、难为情等。

仔细思忖，“囧”字的流行，不是无源之水、空穴来风。一是以青年

人为主体的网络文化本身具有求新、求异，甚至求怪的心理特点，见惯

了小学生“日、月、水、火、土”等汉语中剩下的几个一目了然的形象文

字，突然有一个字，既发扬祖宗的优良传统，又能展现网络的先锋和幽

默，岂不是佳选。再者，网络文化在汉语世界兴起的时候，正是中国改

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问题复杂胶着、思想观念冲突变化之际，一些网

民把现实境遇中的压力、尴尬、怨气等通过网络加以宣泄，自嘲、反讽、

批评甚至辱骂，因此，这个“囧”字迅速蹿红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体现了

年轻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解嘲和安慰。这些本无可厚非，在很多方面还

体现了网络空间平衡社会心理、舒缓现实矛盾、催生先锋文化的功能，

值得包容和肯定。

但是，让人不无忧虑的是，“囧”字不仅在网络上被疯狂使用，还侵

入不少人的现实语汇，不仅感染语言系统，有的脱虚入实堂而皇之成

为商品、店铺、影视、传媒的命名甚至价值追求。有网民声言：囧是伟大

的，囧是需要膜拜的，囧，就是囧，用其他的语言无法表达囧的万分之

一。“囧囧有神”“目光囧囧”“囧视频”“大囧村热线”“囧”字奶茶店……

语言是文明和文化赖以存在和显现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语言

的创造能力，是社会思想文化生产能力的表征。网络时代，为汉语进

一步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无限的拓展空间。但是，类似于

“囧”字的泛滥成灾，一方面侵占了其他语言形式的合理的使用空间和

演化空间，比如“窘迫”的“窘”、“炯炯有神”的“炯”，消解汉语语言的丰

富性，走向词汇的呆板和封闭；另一方面则可能把一种保守、消极，甚

或虚无的情绪在生活中无限放大，因此，应该对这种情况加以警惕和

疏导。如果任由“囧”字进行文化殖民，一统汉语“江湖”，长此以往，我

们有一天都可能是说着囧言囧语的囧男囧女了。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尔图 通讯员王大方 张玉鹏）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为 13 名无名烈士纪念碑举行庄重的揭碑仪式，

并正式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正蓝旗哈毕日嘎镇朝阳村

发生一场激战，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十六师一团二连指导员的云晨

光带领一个班的 12 名战士被国民党十四纵队的 5 辆军车及部分骑兵包

围。云晨光带领战士们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2012

年 7 月 1 日，正蓝旗政府投资 37 万元在哈毕日嘎镇朝阳村建立 13 名无名

烈士纪念碑，并被当地文物部门列入旗级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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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烈士纪念碑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讯 4 月 12 日至 17 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和

徐州市委、市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徐州艺术馆承办的贺成、贺兰山省亲

画展在江苏徐州艺术馆举行。

贺成、贺兰山是近年来活跃于中国画坛的父子画家，此次展览共展出

贺成、贺兰山父子创作的作品 120 余幅。其中，贺成作品约 80 幅，包括感

恩报国篇、唐风宋韵篇、域外风情篇等几个部分；贺兰山作品近50幅，包括绘

画基本功作品、“都市风情”系列组画以及山水写生作品三部分。 （王 艳）

江苏举办贺成贺兰山省亲画展

本报讯 （驻北京记者李雪）4月 15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书法家协会

主办的“东方墨舞·第四届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中

国、美国、法国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1080幅优秀书法作品，将分别在宋庄小

堡驿站美术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本届双年展包括国际书法名家精品邀请展、中国文化名人手札手卷

展、中日知名女书法家作品邀请展、中韩书法名家精品交流展等 8 个展

览。展览将持续至 4月 21日。

青少年书法美术大赛首次以网络为载体
本报讯 （驻吉林记者李鸿劼）近日，第五届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大

赛（院校组）吉林省赛区组织推进会在长春举行。本届比赛将首次以网络

为载体，比赛全程将在中国青年艺术网上展现。

本届比赛分为专业学生组（研究生以上）、专业学生组（大学生）、专业

教师组和非专业组。参赛类别分为书法类、美术类、设计类三大类，细分

为 22个项目。大赛将于 5月 10日开启报名程序。

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大赛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主办，中国书法

研究院协办，每两年举办一届，自 2001年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 4届。

（上接第一版）

会议通报表扬了在 2012 年度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工作中表现

突出、成绩显著的文化厅局。赵少华代表文化部向重庆市文化广播电

视局、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广东省文化厅、河南省文化厅、浙

江省文化厅、湖北省文化厅、江苏省文化厅、江西省文化厅、福建省文

化厅和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10家受表彰单位颁发了获奖证书。

文化部外联局（港澳台办）局长（主任）张爱平向大会作了工作报

告，并通报了下一阶段文化部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工作的主要部署

和安排。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国务院港澳办交流司、国务院台办交流

局的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分别作了相关工作领域情况和形势的分析

与介绍。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

电视局、各计划单列市与其他特邀城市文化局相关负责人，文化部各

有关司局、香港中联办宣文部、澳门中联办文教部、国家文物局外事

司、中国文联国际部、中国作协外联部及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中外

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的14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原创话剧《大哥》剧照 （“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供图）


